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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谋振兴 感恩奋进谱新篇

相约白山松水 邂逅最美秋色

金秋时节，广袤田野一片金黄，饱满的稻穗“笑”弯“腰肢”，澄

黄的玉米颗粒饱满，农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掀起秋收热潮，丰收的

喜悦从田间蔓延至心间。

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大省，我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年初以来，狠抓粮食生产，在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提升粮食单

产上聚焦发力，逐个环节安排部署、逐季压茬推动落实，奋力夺取

粮食丰产丰收，加快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目标实现。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据10月1日农情调度，全省秋粮已收获

475.79万亩，其中玉米已收146.58万亩，水稻已收108.3万亩，大

豆已收116.69万亩，其他粮食作物已收104.22万亩。

“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据农情调度和专家多点位测产，

预测全省粮食总产量在850亿斤左右。”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

长李德明信心满满地说。

护黑土 扛起粮食安全重任

土生五谷、藏粮于地。优质的土壤，是粮食生产的基础。

走进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核心示范区，平整肥沃的玉米地随风掀起层层绿浪，一穗穗金黄的

玉米颗粒饱满，丰收在即。

“今年，流转的5000亩地均采用‘梨树模式’耕种，土地通透性

强，根扎得深，玉米长势较去年好了很多，每穗预计能打到6两多，

一公顷按5万株算，产量能达到3万多斤。”望着长势喜人的玉米，

梨树县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雨脸上满是喜悦。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今年，在“梨树模式”原有4种

保护性耕作模式的基础上，梨树县加入了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

沤还田，加快推动秸秆过腹转化，增加土壤有机质，对黑土地保护

起到促进作用。

“今年，全县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310万亩，占玉米面积的

90%左右；玉米总产量有望达到45亿斤，相比去年增产5%到10%。”

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自豪地说。

为了实现黑土地保护提档升级，我省与中科院共同实施了“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在粮食主产区建设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示范

基地，成立了6位院士领衔的省黑土地保护专家委员会，建设省级

重点实验室2个、工程研究中心5个。

如今，“梨树模式”已成为防风固土、培肥地力、抗旱保墒、节本

增效的综合代名词。

今年，全省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扩大到了3300万亩，稳居全国

首位；启动实施了“百千万”引领提升行动，培育109个社会化服务

组织开展技术服务，科技成果示范效能不断提升，为全省保护黑土

地实现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强科技 农业生产更有“科技范儿”

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慧”种地，现代农

业插上了科技“翅膀”，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在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稻田里一片金黄，

多台收割机来回穿梭。细瞧，高清监控摄像头、传感器，田间气象

站，太阳能杀虫灯等高科技设备矗立在田间地头，为粮食生产保驾

护航。

“温度、湿度、阳光、降雨量、气压、风速等，基于5G网络的监测

系统都能监测，每个田间角落都能看到。连虫害预警都有，就像是

气象哨，及时地提醒我们。”大屯村村民孟庆臣感叹，打开手机APP

就能看到水稻长势，通过大数据分析，春天选择适宜温度插秧，秋

天根据籽粒饱满程度实时收割，现在农民种粮，真是挑上了“金扁

担”。

与此同时，合作社今年采用了“稻蟹共生 绿色循环”生态种养

模式，不仅让水稻米质更优，稻田蟹还为稻田每公顷增产5000元左

右。镇赉县也依托稻蟹综合种养示范工程，发展示范区、引领示范

基地、培养示范户，逐步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多收”的良性生态循

环农业。

农业科技为农兴农强农。今年，我省发布推介农业主推技术

69项、主导品种105个；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做到产粮大县全覆盖。建设粮油

作物高产高效攻关示范区25个，推广水稻钵型毯状苗育插秧技术6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技

术234万亩；落实“一喷多促”政策，累计投入直升机49架、无人机1506架，参与作业组织数量

99个，完成作业面积1570.5万亩。

绘“丰”景 特色农业“造富”万千农户

粮归仓，鱼满塘，硕果盈枝满园香。大榛子、鸡心果、秋子梨、红辣椒、蓝莓、洋葱……这边

的辣椒成串红似火，那边的果子丰盈压枝低，丰富多彩的农产品，绘就了秋收的别样风景。

走进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二道沟村千亩五味子种植基地，红彤彤的小果子挂满枝头，在

阳光下像一串串红玛瑙，晶莹剔透，鲜嫩光亮。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装箱，丰收的五味子映红

了农家人喜悦的笑脸。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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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高耸入云，银线飞渡南北。

这里是白城市与内蒙古自治区

交界。

作为省内最高电压等级输电通

道，500千伏扎白通道与过境的500

千伏扎兴通道，是“陆上风光三峡”工

程外送的重要通道。一头连着清洁

能源富集的吉林西部，一头连着经济

社会用电需求不断增长的华东地区，

无数电塔架起的“空中走廊”，将“绿

电”源源不断地输出。

白城地区风大光也强，作为东北

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城

市”，已成为我省“陆上风光三峡”工

程建设的主战场。

国网吉林超高压公司甜水500

千伏变电站则是这个主战场中的重

要堡垒，作为白城地区内的枢纽性变

电站，其肩负的使命不言而喻。秋阳

高照的一天，这里同往常一样，紧张

却不失秩序地运转着。

“这几年发电量逐步加大，身上

的担子也重了，容不得半点马虎。”

“电龄”超过25年的笙树波是变电站

里的老人儿。此时，他正坐在变电站

主控室里，关注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

化的一排排数字。

“219兆瓦。”笙树波指向主控屏

上的一串数字，“这是500千伏甜向2

号线的实时有功功率。”

屏幕上的数字密密麻麻，记者看

起来感觉眼花缭乱，但老笙却很从

容。

与笙树波同样从容的，还有国网

吉林超高压公司松原运维分部运维

人员张晓荣。

他要负责每天巡视一次变电站

的设备场区，对设备的温度、压力、油

位详细检查，工作量不容小觑。

不过，让他和老笙一样从容的原

因，是现在身边多了一个好帮手。

“巡视任务完成，巡视数据正

常。”张晓荣的好帮手，是站里配备的

智能机器人。每天，机器人都会按照

编好的程序，按照固定路线辅助运维

员工巡视，结束后自动生成数据发送

到服务器后台。

从甜水站到 500 千伏输电线

路——扎兴1号、2号、3号线交会

处，行程约117公里，上国道，入乡

路，经村屯，道路由宽变窄，由平坦变

得颠簸，待到钻进庄稼地，则需小心

留意沟渠与土包。

行至一片高处，下车放眼四望，

玉米地望不到边，头顶几十米高处，

条条银线在空中划过，串连起座座铁

塔。

杆塔旁，国网吉林超高压公司独

创的“巾帼无人机飞行队”成员高雪

婷和同事们正通过平板设置设备，准

备起飞。

“启动！”按钮一按，伴随一阵轰

鸣，无人机飞上百米高空。高雪婷熟

练地控制机器，无人机迅速飞到不同

杆塔上方3米至4米处，拍摄下一幅

幅照片。

“我们女生体力虽然不如男生，

但是通过无人机巡检方式，我们能更

快捷更细致地发现线路隐患，效率直

线翻番。”高雪婷介绍说。这支朝气

蓬勃的女子无人机飞行队员平均年

龄27周岁，负责191公里线路482基

杆塔的运行维护工作，先后完成抗

疫、抗冰、抗洪等重要保电任务。今

年，队长王超群更是获得“吉林好人·

最美国网人”称号。

别看她们现在干得熟练，之前，

在线路上巡视的多是男同志。

张航就是其中一员。

“2017 年参加工作开始，我就

加入了巡线‘大军’。当时条件比

较艰苦，需要时常登塔检查，排查

通道隐患，进行消缺确认。”张航回

忆到。

“2019年开始，无人机的介入，

大大减小了工作难度，还节省了体

力。”张航介绍，现在线路上的现代化

设施可不止无人机，作为“陆上风光

三峡”工程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为了

维护好此段线路，采取了线路可视化

等措施，使用APP便可实时观看线路

情况。

在三线交会处100公里开外的

扎向1号、2号线320号塔处，也有一

架无人机忙着作业，它拍摄回的画面

充满了温情。

画面中，几只东方白鹳时而飞起

嬉戏，时而归巢休憩。湿地之上，铁

塔之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得

淋漓尽致。

输电线路怕鸟，是业内的共识。

国网吉林超高压公司输电运维

人员与东方白鹳初相见，还要追溯到

2019年6月。那时，他们在进行线路

例行巡检时，发现500千伏龙昌1号

线094号塔出现一个很大的鸟巢，且

巢内有3只幼鸟。

经与长岭龙凤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确认，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针对这一情况，公司迅速成立

“爱鸟护网”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保证

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保护东方

白鹳栖息不受影响，几年来，“铁塔鸟

巢”孵化白鹳30余只，团队开展护线

行动20余次，救助幼鸟3只。

从驱鸟人化身护鸟人，身份改变

的同时，也让“电力小哥哥、小姐姐”

们多了一丝牵挂。

身处“风”“光”，欣赏“风”“光”，

热爱“风”“光”，运用“风”“光”。几年

来，随着“陆上风光三峡”工程阔步推

进，我省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

1500万千瓦。

年均步行近600公里，守护“空

中走廊”，让吉林自然资源更好地转

化为经济效益，吉林电网人责无旁

贷，义无反顾。“我们将继续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提升新能源消纳送出

能力，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吉电力量。”国

网吉林超高压公司松原运维分部主

任吕永继坚定地说。

傲然屹立的铁塔银线，铸就了吉

林清洁能源外送的坚实通道。吉林

500千伏电网“两横两纵”双环网供

电结构进一步完善，吉林电网人的目

标越发清晰，脚步日益坚毅。

“ 空 中 走 廊 ”看“ 风 光 ”
本报记者 赵广欣 杨悦 邹鹏亮

开业盛典气氛热烈、网红餐厅排

起长龙、冰上休闲乐趣非凡、职业体

验童真无限……国庆期间，长春各大

商超红色节庆氛围浓郁，家人们其乐

融融、朋友们三五成群，娱乐放松的

同时共同为祖国庆生。

旋转跳跃脚步不停、加速蹬

冰飞身而过，国庆节这天上午，营

业时间刚过不久，位于长春欧亚

汇集 8 楼的欧亚冰上基地就喧闹

起来。

主冰场上，有三两好友携手滑

行，也有小运动员们一展身手；家长

们在冰场外注视孩子的一举一动，生

怕错过了哪个细节。

欣赏着冰场里的曼妙身姿，记者

突然被一阵欢笑声吸引。循声而去，

原来是戏冰区一群大朋友、小朋友嬉

闹正酣。

“啪”“啪”，市民王先生正忙着给

儿子演示抽冰猴的要领。“东北的孩

子跟冰雪都亲！今年还没下雪，就吵

吵着要玩，趁假期赶紧来体验一下。”

王先生笑着告诉记者，“虽然没到冬

天，但这里的爬犁、冰猴，可以让孩子

提前过过瘾。”

告别戏冰区，记者又来到冰上卡

丁车区。风驰电掣的冰上赛车你追

我赶，不时上演“漂移”好戏。

“这个基地是目前全国唯一集专

业冰上运动和群众性冰上娱乐于一

体的大型综合室内真冰冰场。”基地

运营主管雷浚介绍，开业不到10天

时间，营业额每天都过万元，实现了

“开门红”。

看罢极速刺激的冰上运动，商场

里五花八门的娱乐项目再次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

“砰”“砰”，射击俱乐部里，大朋

友们真枪实弹一决高下；

儿童职业体验馆中，刚刚上岗的

“空姐”为“客人”提供悉心服务……

与欧亚汇集相隔不远的欧亚卖

场此时也是人气爆棚。

鲜艳的国旗耀眼夺目，下方喷涌

的水柱随音乐变换造型，一进卖场，

喜庆的节日氛围便将记者包围。

舞狮表演过后，笑星郭冬临登

场，一家店铺的开业活动将人群迅速

聚拢起来。凑过去细问，原来这是该

品牌的全国首店。

这种在区域内首次出现的创新

性店铺通常自带流量，有的在开业当

天引来大量客流，有的开业前已经受

到粉丝追捧。年初以来，光是在欧亚

卖场落户的全国首店、东北地区首

店、吉林省首店就有几十家。赶上

“双节”长假，首店的“流量”迅速变成

了“留量”。

冰上“热浪”提前来袭“首店经济”精彩纷呈
——国庆节长春大型商超消费市场见闻

本报记者 赵广欣 杨悦

本报讯（记者张伟国 代黎黎
张琰）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的假期

活动，吸引了八方游客来延边打

卡。中秋、国庆假期，延边景区景点

持续爆满。

800架无人机编队表演点亮延

吉。10月1日晚，一场炫酷的无人

机灯光秀——“今夜与你星空相

约”，在延吉市布尔哈通河上空上

演。五彩的灯光、变幻的图案点亮

了延吉夜空。

当日19时 40分，深邃的天幕

下，8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绚丽的

灯光闪烁，井然有序地变换着不同

图案。随着倒计时数字呈现天空，

“金达莱之光”闪亮登场，栩栩如生

的造型，熟悉亲切的图案，让现场观

看的市民、游客惊叹不已。当“五星

红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爱

你中国”的图案闪耀着光芒在夜空

中出现时，人群中响起了久久的欢

呼声和热烈的掌声。

出入境旅客量恢复历史最高水

平。珲春市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

是我省对外开放前沿。随着中赴俄

免签出境团队旅游业务持续升温，

珲春口岸开关首日出境中国旅客达

到2000人次。

“我是从辽宁来的，第一次来到

珲春这座美丽的边境小城，听说赴

俄罗斯旅游签证免签了，所以我想

体验一下俄罗斯的风土人情。”游客

于思彤告诉记者。

由于手续办理便捷、游玩周期

合理，珲春市各旅行社特别针对节

假日推出了不同时间的多元化旅游

产品，有效避免了扎堆，让游客能够

惬意享受旅游的美好时光。

民俗文化带热乡村旅游。一排

排独具朝鲜族特色的民居映入眼

帘，民俗风情十分浓郁，朝鲜族阿迈

们与游客在院内载歌载舞，不时传

来阵阵欢笑声。

敦化市红石乡中成朝鲜族生态

村常住人口多数为老年人，以发展

传统种植业为主。几年前，红石乡

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此落

地，对中成村既有朝鲜族传统民居

进行翻建和改造，复刻了朝鲜族市

井街巷，并配套建设了民俗广场、停

车场等基础设施，让这个小村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瓦白墙、飞檐翘脊、镂空木

窗，朝鲜族建筑简直太美了，有种穿

越回古代的感觉。”游客高惠说。

假日期间，延边各景区也纷纷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观看精彩的文艺

表演，感受淳朴的民俗风情。

八方来客畅享文旅“大餐”

中秋、国庆假期延边景区景点持续爆满

10月4日，游客在蛟河市红叶谷景区游览。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吉林省
各地秋色宜人，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本报讯（记者张敬源）今年以来，敦化市

多措并举稳经济、促发展，1月至7月，固定资

产投资实现30.3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增

加值分别实现96.5亿元和33.7亿元，限上社

消零售额实现7.1亿元。

9月5日，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高新产业

园的零碳储能高端制造工业园区一期电池总

装厂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一期工程计划投资近

6亿元，预计明年12月完成建设并投产。据介

绍，此次宁夏嘉泽零碳储能高端制造产业园项

目开工，是继吉林泰泽集团新能源电池材料产

业园项目后，延边州又一新能源电池产业重大

项目启动建设，标志着延边新能源产业集群建

设向绿色化、低碳化、高端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今年，敦化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深

入实施冬季施工、春季集中开工等专项行动，

成功举办全省医药健康领域重大产业项目集

中开复工活动开工仪式，目前，既定的80个

5000万元以上项目已开复工58个。申报专

项债项目66个，“双入库”38个。坚持“见缝

插针走出去，张开怀抱引进来”，聚焦“芯屏汽

合、集终生智”和产业“补链延链升链建链”，

积极举办长三角推介会、敦化招商推介会、

2023延边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大会暨首

届长白山品质中药高质量发展大会，签约重

大项目27个。1月至7月，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33.4亿元，增长36.1%。

敦化市千方百计抓工业稳经济，坚持把

保持工业稳定增长摆在突出位置，落细落实

产业链“双链长”制，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

着力挖存量，紧紧围绕“一核心四板块”产业

格局，认真梳理优质企业清单。聚力扩增量，

敖东中药配方颗粒、金赛三期等项目加快建

设步伐；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前期进

展顺利，全市将做好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如期

开工建设。此外，敦化市还全力控减量，全方

位考虑减量因素，积极引导木制品企业紧跟

市场趋势，加快技改升级步伐，提高承接订单

能力，开拓国内市场增加产值。（下转第二版）

敦化：抓项目稳经济 增强发展后劲


